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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艾滋病自1981年6月首次被确认以来，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尽管各国专家、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对艾

滋病病毒（HIV）、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迄今为止，既没有能够预

防艾滋病的疫苗问世，也没有疗效显著药物的出现。艾滋病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每天

夺取数以千计的生命。我国1985年首次发现艾滋病，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HIV感染人数已经超

过20000，死亡6人。由于艾滋病有较长的潜伏期，发病早期的症状没有特异性，以及人们文化观念的影

响，极少有人主动去卫生部门检查。另一方面，我国对艾滋病疫情监测的力量有限，目前报告的HIV感染

人数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目前HIV感染的实际人数已经超过60万，如果预防和

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HIV感染人数很快会突破100万。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而全球约三分之二的感染者是通过性

途径感染HIV的。这样的传播方式使得正处于性活跃期青壮年人容易成为主要的受害者。据统计，全球

50%的HIV感染者是15-24岁的年轻人，我国20-29岁的青年占全部感染者的56.9%。艾滋病作为一种目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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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愈的致死性疾病，不仅给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大威胁，也给家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造成

了巨大的不利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世界各国都把控制艾滋病蔓延的重点放在预防方面，并把青

少年作为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重点人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1997、1998、1999连续三年把

关注青少年作为世界艾滋病日（每年12月1日）的主题。 

许多国家针对青少年的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实践证明：在青少年性生理发育普遍提早，而有关性的

信息随处可见的情况下，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安全性行为教育，可以有效地推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增

加安全性行为，预防少女怀孕、性病和艾滋病。然而，如何使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有效地结合

起来，帮助青少年自觉地获取信息，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良好行为，其关键在于是否有适合当代青少年的

教育方法。为此，自1997年北京医科大学在借鉴澳大利亚大学生安全性行为“同伴教育”的基础上，开

始了探索和尝试，其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掌握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和技能，形成有益于健康的性观

念，在保护自身健康的同时，能宣传、带动全社会的年轻人，形成维护健康，关爱生命，不歧视HIV感染

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同伴教育”的背景 

 

在基线资料收集中，共对包括理（623人）、工（596人）、文（599人）、医（646人）四类8所大学

一年级的2464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398人（56.7%），女生1066人（43.3%）；年龄在16-25

岁之间，平均年龄18.77岁；上大学之前的居住地16.9%为农村，29.8%为乡镇，53.2%为城市；学生每月

的消费水平300元以下的占33.6%，300-500元的占57.1%，500元以上的占9.4%。 

调查结果显示：总的手淫行为发生率为44.8%（男生为64.9%，女生为22.3%），性行为发生率在3%左

右，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有过边缘性行为（包括拥抱、接吻、爱抚）。只有近9.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大

学期间肯定不会发生性行为，14.5%的学生认为自己会或可能在上大学期间发生性行为，其余76.4%的学

生表示不能肯定。此外，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较90年代初有了明显变化，持“无所谓”

态度的占三分之一，有半数左右的学生不赞成婚前性行为。既往研究表明，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他们

性行为的发生率、对婚前性行为的赞同态度都呈增加趋势。但另一方面，大学生们的生殖避孕、性病/艾

滋病知识比较缺乏，只有14.2%的人知道女性在月经周期中哪些天最容易怀孕，55.8%的学生知道使用安

全套可以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由此可见，使初进大学校门的青年人了解生殖、避孕、婚前性行为危

害、安全性行为知识和技能是十分必要的，也希望能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使他们能做出理智的选

择：避免婚前性行为。而一旦发生了性行为，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意外怀孕、感染性病、HIV等不

良后果。 

大学生获得性知识的途径，排序依次为报刊（85.7%）、电视（48.5%）、同学朋友（41.1%）、广播

（37.5%）；希望今后获得性知识的途径排序为报刊（79.4%）、电视（63.7%）、广播（52.1%）、老师

（41.0%）。有47.5%的学生认为开展系统的艾滋病/性病教育非常有必要，另46.1%的学生认为有必要，

只有6.3%的学生认为没必要或无所谓。大学生对安全性行为教育的需求情况与此类似，认为非常必要和



必要的分别占43.4%和48.6%，认为无所谓和不必要的只占8.0%。大学生对性教育内容的需求是全方位

的，63.4%的学生想了解性生理方面的知识，67.2%的学生想了解性心理，52.3%的学生对性道德感兴趣，

63.8%的学生想知道安全性行为方面的知识，63.0%的学生希望了解性传播疾病的预防知识。大学生提到

的性教育信息理想来源依次为专家（50%）、自学（35.5%）、同学朋友（24.9%）、老师（18.0%）和家

长（12.5%）。 

通过专题小组讨论和个别访谈还了解到：一部分学生在中学学习过生理卫生，了解一些关于生殖器

生理结构、功能，但学时很少，内容也非常浅；关于艾滋病信息，都在媒体上听说过，但缺乏比较系

统、全面的认识；关于性病知识，主要来自于小说、杂志，还有街头巷尾的治疗性病广告。讨论和访谈

中，学生们还提到大学低年级学生处于青春发育后期，渴望了解生殖知识，希望能打破性神秘，以科学

的态度去学习、理解，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谈及正在策划的同伴教育，很多同学都很兴奋，他们认

为同伴教育者和其他大学生思想比较接近，容易沟通，加上活泼的形式，完全可以被大学生接纳。 

基于以上调研结果，六个方面的内容被列入性病/艾滋病/安全性行为教育：（1）艾滋病预防；

（2）性病预防；（3）自我保护；（4）自尊、自信；（5）生殖与避孕；（6）迎接艾滋病的挑战。 

 

 

“同伴教育”的实施 

    

“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指的是具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或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在一起分

享信息、观念和行为技能，实现预期教育目标的教育形式和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同伴们可以讲述自

己的经历和体会，交流信息与技能，唤起其他同伴的共鸣。同伴教育可以发生在学校、工厂、社区等，

而且在同伴教育过程中，信息传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是更为平等的信息交流过

程。根据传播学理论：同伴教育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宜性，同伴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具有普遍的可接

受性，信息传出者和接受者更平等，更有共同语言；具有良好的投入/产出比。 

 同伴教育者由医科大学三年级各专业学生担任，其程序是：公开征募——自愿报名——初筛——面

试——择优录取——培训——择优上岗。经过培训的同伴教育者，2人一组，担任一个班的同伴教育。对

于每一部分教育内容中，同伴教育指导者（健康教育教研室教师）和同伴教育者共同商讨、设计了许多

直观、有趣、极具参与性的游戏，还融入了讨论、竞赛、演示等活动。例如，通过做游戏使同学们了解

HIV的特点，如何侵害肌体；通过木偶表演和随后的讨论，帮助同学们分析如何升华感情，避免冲动，防

止婚前性行为的不良后果；通过“去突取薪”的寓言故事，提醒大家防患于未然的道理；通过对安全套

的认识、示范使用等，帮助大学生了解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 

 

 

“同伴教育”的效果评价 

    

经过六个单元的教育活动，大学生们的艾滋病、性病、生殖避孕知识明显增加，由教育前平均了解



40个知识点增加到平均了解53个知识点，其中有关艾滋病的特点、日常生活接触不会感染HIV、性传播疾

病的特点、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艾滋病等知识增加犹为明显；他们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更加

正向；在行为和行为意向方面，同学们更倾向于不发生婚前性行为和一旦发生性行为，则正确地使用安

全套。在对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的态度及行为意向方面，大学生们更倾向于对他们的宽容、关爱、不

歧视。此外，学生们对于同伴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称赞，51.1%的学生把同学/同伴列

为他们认可的性健康信息传播来源，仅居对专家的认可之后（57.7%）列第二位。 

在定性（这里仍然用专题小组讨论和个别深入访谈）评价同伴教育效果时发现，同学们已经能够正

视艾滋病问题、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比较理性的思考和分析。首先，同学们对艾滋病/性病/安全

性行为教育的必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部分被访问的学生反映，“以前总觉得艾滋病是外国人的

病，离我们很远，当知道了艾滋病在亚洲、中国的流行情况后，才觉得到了必须重视的时候了”，“我

们不能让发生在非洲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再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对于教育内容，定性评估的结

果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同学们说，这次教育活动“帮助我们把零散的信息系统化，把错误的信息科学

化了”。自我保护是同学们最关注的内容，也是同学们反映收获最大的一个方面。他们既提高了对艾滋

病/性病的警觉，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有不会再“谈艾色变”。同学们谈到，过集体生活的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如共用剔须刀、牙刷、浴巾等，以后应该避免这些行

为的发生；也有同学反映，“以前只听说过这些病，特别害怕，所以在公共场所特别紧张，坐公共汽车

还要垫张报纸，现在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就不再紧张了”。 

其次，关于避免婚前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也是同学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学生表示以前较

少考虑对自己、他人、社会的责任，现在开始审视这些问题；有同学说，“大学生需要有自控能力，想

想婚前性行为的不良后果，应该做出负责任的选择”。但面对当今婚前性行为发生率较高的现状，大多

数同学认为一味地“说教”已经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应该把避孕、安全性行为的内容也讲给大学生，在

提倡婚前禁欲，婚后忠贞的同时，防患于未然也是必要的。有个别同学担心告诉大家如何使用安全套，

会不会有人产生“试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同学认为，即使什么都不说，就没有人尝试性行为了吗？

人与人不同，有的人你不教如何使用安全套，他也会发生性行为，对这些人，教了安全套使用，可以减

少发生怀孕、性病、艾滋病的危险。对那些原本不会性行为的人，教了不过是增加知识，当然也有利于

自我保护。还有一位同学形象地比喻，“我们教小孩子划火柴，不等于让他放火，我们教小孩子使用

刀，并不等于让他杀人”。由此，当代大学生对事物理性的分析可见一斑。 

谈到同伴教育这样的方法，同学们纷纷称赞，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新颖、活泼、有吸引力，在轻松

愉快的游戏、讨论中学习了知识、道理和保护自己的能力。有的同学坦诚地说，“本来是带着书打算背

单词的，但很快就被生动的学习活动吸引过去了”。热心的同学们还对如何使同伴教育更成功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同时，在多所大学，有不少同学表示希望接受培训后成为同伴教育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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